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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运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物流专员 5 名，待遇 3000
元/月—4000 元/月 ；机电工程
师 5 名，待遇 3000 元/月—4000
元/月；电工2名，待遇3000元/月
—4000元/月。

●河南同心传动股份有限
公司招聘财务经理 1 名，待遇
7000元/月—1万元/月；数控编
程人员 2名，待遇 5000元/月—
7000 元/月 ；国 际 运 营 人 员 1
名，待遇4000元/月—5000元/月；
质量检验员 3名，待遇4000元/月
—5000 元/月；普工 5 名，待遇
3000 元/月 —4000 元/月 ；保 安
1名，待遇 2000元/月。

●业诺车轮有限公司招聘
财务助理 3名，待遇 3000元/月
—4000 元/月；普工 30 名，待遇
5000 元/月 —7000 元/月 ；机 修
工 10 名 ，待 遇 4000 元/月 —
5000元/月。

●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招聘项目经理 3 名，
待遇 5000 元/月—7000 元/月；
工程设计人员 1 名，待遇 5000
元/月—7000 元/月；销售员 20
名，待遇7000元/月—1万元/月。

●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
招聘电气工程师 10 名，待遇
4000 元/月—8000 元/月 ；履约
销售员 2名，待遇 3000元/月—
1 万元/月 ；变压器绕线工 10
名，待遇3000元/月—7000元/月；
配电成套产品配线工 10名，待
遇 3000 元/月—5000 元/月；装
卸 工 2 名 ，待 遇 3500 元/月 —
4000 元/月；钣金折弯工 5 名，
待遇 5000元以上/月；供应链执
行人员 3 名、管理人员 5 名，待
遇 3000元/月—4500元/月。

●许昌京益求精科技有限
公司招聘维修工程师 2 名，待
遇 5000 元/月—7000 元/月；光
电子技术人员 1 名、销售代表
2 名 、库 房 管 理 员 2 名 ，待 遇
3000 元/月 —4000 元/月 ；嵌 入
式 软 件 开 发 人 员 1 名 ，待 遇
5000元/月—7000元/月；保洁 2
名，待遇2000元/月—3000元/月。

●许昌奥仕达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招聘钣金操作工 10
名，待遇4000元/月—5500元/月；
二保焊工 5名，待遇 4000元/月
—6000 元/月；装配工 5 名，待
遇 4000元/月—4500元/月。

●大连荣信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许昌分公司招聘土建工程
师 5 名 ，22 岁 —32 岁 ，待 遇
5000 元/月—1.5 万元/月；机械
制图员 8名，待遇 4000元/月—
1.2万元/月。

●河南弘源房地产资产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招 聘 审 计 经 理 2
名、房地产交易员 1名、财务助
理 1名，待遇 3000元/月—4000
元/月。

●河南中天恒信生物化学
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包装工 20
名，待遇4000元/月—5000元/月；
操作工 10 名，待遇 4000 元/月
—7000 元/月；销售员 20 名，待
遇 8000元/月—1.5万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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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很多市场
主体受到冲击。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
展，我市结合上级有关政策，全面启动
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失
业保险支持职业技能提升“展翅行动”，
并延续执行失业保险降低费率政策，大
力 开 展 失 业 保 险 待 遇“ 畅 通 领 、安 全
办”，再次实施失业人员补助金政策。

这是我市为切实发挥失业保险“保
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助改革、促发展”
作用，打出的失业保险“减、缓、返”惠企
助民政策组合拳。这些政策都是“真金
白银”，可以实实在在减轻企业负担。那
么，“好政策”具体是什么？通过什么流
程享受政策？就此，记者近日采访了市
人社局创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

减税降费 惠企利企实打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

“减”，即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政策。我市延续实施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继续按照 1%的
费率征收失业保险费，执行期限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在工作落实中，市人社局
采用免申即享的办理模式，将普惠性政
策惠及全市所有失业保险参保单位。

“缓”，即进行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
费。在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
路铁路运输等 5个特困行业实施阶段性
缓缴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我市以

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
营困难的制造业企业为重点，进一步扩
大实施范围，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纺
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
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
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
业、体育业、娱乐业等 17 个行业。缓缴扩
围行业所属的共 22 个行业内的生产经
营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失业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
期限不超过 1 年。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
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可申请缓缴失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
缓缴实施期限到 2022 年年底，期间免收
滞纳金。社会保险费缓缴政策出台前，
单位需按月足额缴纳社保费，如有欠
费，在补缴时将额外收取滞纳金。实施
社会保险缓缴政策后，参保单位可以暂
缓缴纳社保费，并免交滞纳金，阶段性
减轻了参保单位的缴费压力。受疫情影
响严重地区指：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累计曾出现 1 个（含）以上中高风
险疫情地区的区域，或者曾出现划定为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封控区、管控区所
在的县（市、区）。具体到我市来说，除鄢
陵县外所有县（市、区）都符合该标准。

“返”，即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

贴政策。稳岗返还补贴申请条件为参加
失业保险 1 年以上，并足额缴纳失业保
险费；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
不高于 5.5%，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
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 20%。大
型企业按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 50%返 还 ，中 小 微 企 业 返 还 比 例 为
70%。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
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参保单
位登录河南省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
即可在线上进行办理。

截至目前，全市共为 12876 家参保
单位减征失业保险费 9750 万元；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已受理 425 家企业申请，并
向财政部门申请第一批补贴资金 791 万
元，现已拨付到位。

“返还的不只是资金，更是在提供
信心。下一步，我们将不折不扣地全面
贯彻落实各项惠企助民政策，做到日有
推进、周有计划、月有成效，以实际行动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市创业保障中心
主任赵耀说。

落实补贴 提升群众幸福感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补 贴 、职 业 培 训 补
贴、扩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范围……
为贯彻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市人
社局给就业困难人员送来了补贴“红包
雨”。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根据《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按照初

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
高级（三级）2000 元，不分级或未明确分
级的统一为 1500 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
升补贴。申领人需取得证书 1 年内申请,
且取得证书之前缴纳失业保险费累计
满 12个月。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规
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参保职工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
按规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技能提升补
贴申领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
参加失业保险 1年以上。证书范围为《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中第二部
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中的 13 项。申领人
通过河南省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进
行网上申请。

——继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职业
培训机构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
业人员开展职业培训的，可按规定申领
职业培训补贴。各地要加大对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力度，
提升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

——扩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范
围。一是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的失
业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直至法
定退休年龄；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尚
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
失业人员，经办机构应在其办理失业登
记后，按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大龄失

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同时享
受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价格临时补贴
等保生活待遇，不再享受促就业相关待
遇。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
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
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可以申领 6 个月的
失业补助金。发放标准为：参保缴费满 1
年（含）以上的，按 360 元/月计发；参保
缴费满 6 个月不满 1 年的，按 260 元/月
计发；参保缴费不满 6 个月或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按 180 元/月计
发。对参保不足 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
3 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按 260 元/月计
发。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逐月发
放。保障范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发生的参保失业人员，政策
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申领人
持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通过线上、线
下两种方式申请。同时，失业保险金、代
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农民工一次
性生活补助等常规性保生活待遇发放
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失业补助金政策，是我市为努力扩
大失业保险受益面，兜牢民生底线，确
保特殊时期参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而
推出的重要政策措施。“接下来，我们将
认真落实各项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失业
保险预防失业、稳定就业、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的作用，为稳定社会大局作出积
极贡献。”市人社局局长申占伟表示。

市人社局打出“减、缓、返”组合拳，助力企业渡难关——

暖 企 惠 民 在 行 动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乔雨露

“ 老 朱 种 的 葡 萄 粒 大 汁 多 味 道
甜，朋友们谁吃谁说好，今年我已经
是第 7 次来采摘了！”7 月 29 日，在朱
峰光位于禹州市方岗镇西薛庄村的
果园里停满车辆，一位城里来的顾客
一边往车上装箱，一边高兴地说。

今年 51 岁的朱峰光前些年一直
在广州、江苏等地打工，在看到一位
朋友种植果树致富后，萌生了回乡创
业发展果园的想法。

2014 年，朱峰光填平了村里一条
十几亩的荒沟，又连片流转了本村群
众 50 多亩土地，栽种了 70 多亩的核
桃苗。但是，等到三年后核桃树挂果
时，由于管理不善，再加上价格回落，
一算账还赔了钱。无奈之下，他只好
把核桃树全部拔掉。

面对第一次创业的失败，朱峰光
没有灰心。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一
是缺乏技术，二是品种单一。要想土
坷垃里刨黄金，必须做到果树品种多
样、成熟时间错开，最根本的是要掌
握修剪管理技术。

朱峰光开启了他的“立体种植”
模式：在园子里栽种了桃、葡萄、柿
子、杏、李等多个树种，并在果树下面
栽种红薯、散养鸡鸭，挖塘养起了无
鳞裸鱼。他选种的葡萄是巨峰的升
级版“葡先生 1 号”，无籽儿、粒大、口
感甜，今年第三年就实现 1500 多公斤
的亩产量；栽种的桃子有毛蟠、油蟠、
南国红、黄金密、冬桃、春雨红毛等 6

个品种。“黄金密、春雨红毛是 6 月中
旬成熟，毛蟠、油蟠、南国红是 7 月下
旬成熟，冬桃到 10 月成熟，刚好填补
了早桃过后的空窗期，采摘能持续 5
个月。”朱峰光介绍。

为了学会技术，朱峰光可是下了
真功夫。整整两年时间，他跑到临近
乡镇的果园里 ，跟园艺师边学边实
践。市里和镇里举办的各种果树培
训班，他都积极参加，终于掌握了各
类果树的管理技术，并在河南省创业
大 赛 许 昌 赛 区 的 比 赛 中 获 得 二 等
奖。“自己一定要掌握技术啊！像这
果树一年要进行两次修剪，冬管在叶
落到发芽之间修剪枝条，夏管在 6 月
15 日之前剪完，早了晚了都不行。”朱
峰光说。

朱峰光的果园名气越来越大，吸
引着许多外地客人慕名而来，他的收
入也逐年增加。朱峰光的果园也让
乡亲们实现在家门口打工就业。“我
已经在这里干了 6 年多了，每天锄锄
草、浇浇水、剪剪枝，活儿不累，还能
挣钱、守家两不误。”村民李香云说。

朱峰光：

只要技术精 黄土能生金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刘艳红

CHUANGYE GUSHI

创业故事

位于市区航空大酒店裙楼一楼的东城区创业孵化基地成立于 2018年 7
月，是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为重点的创业孵化基地，设有大众创业孵化区、
创客咖啡区、业务洽谈区、共享摄影棚、培训会议室、物流配送区等创业服务
场所，致力于为创业者停工创业培训、创业孵化、企业注册、项目路演等提供
服务。图为 8月 10日，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创业团队在直播带货。

胡晨 摄

8月 6日，许昌市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工作站暨许昌·东城区零工市场揭牌成立。对有就业意愿的推介零工岗位、对
有创业需求的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工作站和零工市场投入使用，是市人社局全力做好稳就业、保
就业工作，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更加充分高质量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下一步，许昌市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工作
站和东城区零工市场将紧密结合，为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促进大龄和困难零工人员“好就业”

“就好业”，确保全市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图为 8月 10日，求职者在零工市场登记求职信息。 胡晨 摄

今年以来，面对“稳就业”这道最大
的民生考题，襄城县人社局多措并举，
守住了民生幸福的底线。

上半年，襄城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8103 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2426 人、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714 人、新增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037 人，分别完成
全年任务的 92.07%、151.62%、129.81%、
182.6%，顺利完成时间任务“双过半”目
标。

拓“潜力盘”，增加就业渠道

7 月 21 日，在襄城县人社局组织的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专场招聘会现
场，300 余名应聘人员正与 17 家企业的
招聘专员面对面对接。当天，67 人达成
就业意向。

今年以来，该局持续开展公共就业
服务，通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专场招聘会等企业线下招聘活动，
在“襄城人社”微信公众号发布企业招
聘 信 息 80 多 期 ，累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7000 多个，服务务工人员 1700 多人次，
达成就业意向 332人次。

此外，该局还充分发挥劳务服务站
输转功能，将企业用工信息与劳动力资
源信息精准匹配，有效缓解了疫情给企
业生产用工带来的不利影响。

稳“基本盘”，确保重点就业

2021 年，返乡农民工尚许丹决心在

家乡发展，得知襄城县人社局有专业培
训后，她果断报名参加，通过学习烹饪
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等课程，加上之前
对行业的了解，尚许丹开始了自己的创
业之路。在该局一次性发放的 5000 元
开业补贴的帮助下，她的阿贝麻辣炒鸡
店顺利开张，生意一直非常红火。

为进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解决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建档
立卡户、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问题，该局扎实开展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工作，积极拓展就业服务的深度和广
度，打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因才施策
精准帮扶，实现重点群体稳定就业。

截至 6 月底，该局为 20 名离校未就
业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发 放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6000 元，为 14 名符合申报条件返乡农
民工等发放开业补贴 7万元。

强“质量盘”，提升就业技能

加快“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是省委着眼现代化河南建设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襄城县“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线下补贴性培训启动后，免费为
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有技能需求
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未继续升学的初高
中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开
展培训。

技能河南建设，让襄城人的就业工
作有了新依托，技能加持证，让襄城人
的就业插上了翅膀。截至 7 月 20 日，襄

城 县 共 组 织 了 56 期 培 训 ，参 加 学 员
2181 人，涵盖电商直播、汽车维修工、保
育员、中式烹调师等专业。培训结束
后，该局及时组织学员开展职业技能评
价，80%以上学员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和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优“服务盘”，减轻企业压力

今年以来，该局持续落实稳岗减负
政策，积极执行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政策，在落实特困行业缓缴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
险费（以下简称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
础上，扩大缓缴政策实施范围、延长缓
缴期限。得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
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也被纳入实施
缓缴政策范围的消息后，许昌中新精科
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立即申请了缓缴三
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这对企业减压
力、稳就业、渡难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截至目前，襄城县累计缓缴工伤、
失业、养老保险费 115 万元，减征失业、
工伤保险费 598 万元，审核稳岗返还资
金 165 万元，惠及企业 32 家，职工 6616
人。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年度目标任
务，服务重点就业创业群体，推进实现
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在完成就业硬指
标的同时，不断增强就业软实力，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襄城县
人社局负责人表示。

牵住就业“牛鼻子”稳定民生“幸福线”
——襄城县人社局交出稳就业“成绩单”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张琼波


